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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至一年情人節。在這洋溢着浪
漫氣息的氛圍中，分享一張包含十九
世紀偉大的捷克作曲家安東寧．德沃
夏克《F小調浪漫曲》的唱片。專輯由
EMI唱片公司旗下的Angel廠牌於一九
七六年灌錄並發行，收錄了阿根廷鋼
琴家、指揮大師丹尼爾．巴倫博伊姆
執棒倫敦愛樂樂團，攜手以色列國寶
級小提琴大師伊扎克．帕爾曼聯袂演
繹德沃夏克的兩首名曲《A小調小提
琴協奏曲》和《浪漫曲》。專輯封套
選擇了德沃夏克的捷克同胞、與他活
躍於同時期的寫實主義畫家維克多．
巴維提烏斯代表作《赫瓦斯達市集》

局部。
今年是維克多．巴維提烏斯誕辰

一百九十周年。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
起，他便和同時代的馬奈一樣嘗試將
都市氛圍和現代生活成為其創作主
題。《赫瓦斯達市集》以長方形的尺
幅呈現了一八六一年聖瑪格麗特節日
當天下午布拉格本市居民在喧鬧的市
集聚會的場景。而在次年，馬奈完成
了其代表作，與此作無論從整體構圖
還是主題都高度相似的《杜伊勒麗花
園的音樂會》。畫作將參與節日慶典
的人們安置在茂密的樹林中，構圖的
上下布局幾乎是人和樹等比均分。畫

家採用了平視的視角紀
錄人們在林中或伴着音
樂載歌載舞、或盪着雙
人鞦韆，甚至在遠景還
有雜耍走鋼絲的演員，
一派熱烈祥和的喜慶場
面。整幅作品以棕黃色
的基調鋪墊，並着重還
原自然環境原有的亮麗色澤，其畫風
與當時在巴黎盛行的寫實主義風潮相
脗合。畫中醒目的色彩高光全都體現
在人們亮麗的服飾着裝上，色彩的深
淺交替也讓作品更加富有層次感。由
於封套版式所限，畫作僅截取了正中

央樹下人物最密集、色彩最
豐富的區域，熱鬧的氛圍與
封面頂部的紅色設計相得益
彰。

「碟中畫」 德沃夏克
《A小調小提琴協奏曲》&
《F小調浪漫曲》／《赫瓦
斯達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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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回鄉探親，自然少不了到
商場逛逛，熱門商圈的大型商場
裏，總有人聲鼎沸的夾公仔機店，
有三四十台夾公仔機的店舖比比皆
是，大型的更有上百台。店內經常
看到年輕人身邊還停着一輛店舖提
供的小推車，裏面滿滿當當塞着一
大堆娃娃，彷彿剛剛從超市採購回
來一樣。這對於商家而言無異於
「行走的活招牌」 ，也吸引着其他
客人「他行我也行」紛紛掏錢入場。

你可以選擇將一大堆 「戰利
品」 都帶回家，也可以選擇商家提
供的 「貼心服務」 ：每個夾出來的
小公仔可以換算成一個積分，八分
可以換個大的，十二分可以換個更
大的，二十分可以換一個巨大的公
仔。如果一次積分不夠，還可以存
在微信小程序自己的賬戶下，下次
幫襯存夠了積分再抱走 「心頭
好」 。雖然，總覺得在如此 「以小
換大」 之中，商家增加了用戶黏
性，最大化了自己的利潤，但相比
起把一大堆小公仔拿回家佔地方，

換一個更大更可愛的公仔，在抱回
家的路上收穫其他人羨慕的目光，
幾乎同時滿足了感性的虛榮心和理
性的實用性。

夾公仔機香港並不少見，但兩
地的盈利模式卻似乎並不相同，香
港夾一次動輒四五元，花個五六十
空手而歸是稀鬆平常；內地一般都
有類似 「充五十得六十」 或是 「充
一百得一百四十」 的優惠活動，平
均下來夾一次都不足一元。最重要
的是，內地店舖似乎沒有將夾公仔
的難度調得很高，花一百元人民幣
很容易就能抓到七八個。總之，香
港難夾，內地易夾；香港商家的利
潤來自於 「讓顧客夾不中」 的不開
心，而內地商家的利潤則來自於
「讓顧客夾中」 的開心。顧客開

心，自然更容易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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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一到，盆菜紛紛宣傳上
市，自己多少受廣告影響，左看右
看，想要選購一家。常與學生談起飲
食，其中一人說，喜歡沙田某酒店中
菜，總嚷着要帶大家去一試。剛巧該
酒店有售盆菜，自己上網預訂，學生
親自取貨，寒冬在校，圍吃盆菜，不
失為共吃相聚的美事。

談到盆菜，想起到訪小學，作
中華飲食文化講座。對答之間，問及
小學生最愛的盆菜食材，最多人提到
的是鮑魚，然後是花膠、冬菇，有點
出乎自己意料。本以為學生會說：
「熟蝦、腩肉、豬皮、魷魚。」 以前
的主角，現在都變成學生零星的選
項，只能說年代已經不同了。

盆菜一來，臘腸膶腸鋪面，亮
眼味美。別盒另附油雞，以前盆菜不
缺，現已不作定例。油雞放盆，不獨
鋪排，也會烹煮，如元代《事林廣記
別集》所記的 「三伏凍」 ，就是盆煮
雞、豬成肉凍，說： 「雞同豬蹄肉，
以淡醋煮熟。錫盆盛蓋了，上安木
炭。以冰水澆淋自凍。或用新汲水澆

淋亦可。」 豬皮取膠，以醋調味，凍
水澆炭，微溫慢煮，自成肉凍。現代
要控溫、計時、冷凍都不困難，只是
廚師肯不肯花時間和功夫，慢煮肉
酥。古代用器不及現代，但取材、步
驟一絲不苟，能以有限變出無限，不
得不佩服古人的煮食智慧。

清代《清稗類鈔》有一 「松子
雞」 ，為盆蒸熱菜，做法講究，詳文
如下： 「嫩雞連皮切薄方塊，加蝦
仁、火腿屑、松子仁屑三味，及雞蛋
白，拌和打爛，使作球形，黏於雞
塊。盛於瓷盆，蒸熟。另用雞湯熬
滾，入蒸熟之雞塊於中，略沸，即取
出，曰 『松子雞』 。」 蝦仁混蛋白打
爛，就是現在的蝦膠，再拌入乾火腿
屑、松子仁屑，再黏於雞肉上蒸熟。
再以雞湯略煮，濕潤入味。味道如
何，需找天購料試試。

盆蒸松子雞

情人節響起浪漫曲


過年是人生解藥
每到過年，總想起老電影《過

年》，說是 「老電影」 ，其實也就是
三十多年前，影片由北京電影製片廠
和香港萬和影視有限公司聯合出品，
上映於一九九一年，導演是黃健中，
主演有李保田、趙麗蓉、葛優等。
《過年》描繪了北方農村家庭過年的
風俗畫，世道人心皆在其中。多次重
溫這部影片後，我忽然發現，過年其
實是一劑解藥。

藉着過年這個話頭，親人之間、
親戚之間、朋友之間、同事之間、鄰
居之間，一年來甚至多年來積攢的情

感都可以得到釋放。人的情緒像管道
裏的水，免不了混着雜物，沉澱、堵
塞在某個轉彎處，攢得越久越懶難清
理。過年則是管道上的塞子，每三百
六十五天可拔一次，放水沖走雜物，
心情便舒暢起來，佛曰 「放下」 ，道
言 「坐忘」 ，大體就是此種感覺。

受人恩惠，得人助力，幾句感謝
的話一直在心肺升騰，多次臨到口邊
卻無法說出，覺得尷尬，有些 「社
恐」 ，猶猶豫豫，欲說還止，在心裏
打成了結。辦了錯事，留了遺憾，誤
傷他人，早有致歉心，卻無張口膽，

抑或時機不湊巧，陰差陽錯， 「對不
起」 三個字常到嘴邊卻被堵得嚴嚴實
實無法出口，變成石頭越壓越沉。好
在過年了，趁着彌天的歡慶，就着鞭
炮的掩護，打着美酒的幌子，說出想
說而未說的話吧，就像《過年》裏古
板而自尊的老父親端起滿杯對二女婿
大川說：過去的事，就那麼滴吧。

過年這劑解藥療治人與人的關
係，好比《倚天屠龍記》裏的骨傷神
藥黑玉斷續膏，把幾近斷碎的情感黏
合起來，而其療效也適用於疏通自家
心懷。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

二三。我們就像河道裏的卵石，經受
着生活的水流，每一點外人看來的圓
潤透亮，都是成百上千次沖刷的結
果。好在過年了，給 「卷」 與 「被
卷」 的焦慮按下暫停鍵，給肉體與精
神的內耗畫個休止符，以釋然之
「活」 度有情之 「生」 。



巧
克
力
漫
談









最能代表情人節的，當然
是甜食。可甜食的世界異彩紛
呈，別說越過整個地球，哪怕
在一個區域、一方水土下都能
百花齊放。到頭來巧克力依舊
是最大贏家，無論膚色、語
言，這閃耀着浪漫和傳奇色彩
的黑色方塊，永遠是情愛之間
最好的流通貨幣。

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巧
克力在成為巧克力之前，也有
過百轉千回的經歷，彷彿一個
要寄託思念的人，自己心裏熱
血沸騰，眼前人卻渾然不覺。

長時間處在一個單箭頭模式中，直到後來才
終於兩情相悅、真心不負。用來製作巧克力
的可可果最早被人們發現時，還是可可酒的
形態，雖然那時已屬稀缺資源，但因為味道
不盡如人意，始終沒有大範圍流行。等大航
海時代到來，巧克力被帶進歐洲，酒便換成
了飲料，加入蔗糖之後口感瞬間升級，大概
就是熱可可的雛形了。後來隨着技術升級，
人們把可可粉同可可脂分離，前者極具 「社
交天賦」 ，跟誰都能沖泡在一起，後者則成
為巧克力的主要成分，也是口感絲滑濃郁的
重要功臣。

至於把巧克力跟愛情聯繫在一起，一
個要得益於商業發展和營銷的手段，早年間
洗腦般地大規模傳播，奠定了情人節送巧克
力的不變習慣；另外也因為它的成分之一苯
乙胺，能觸發人類大腦釋放出多巴胺激素，
產生快感。這一點跟人在戀愛時，丘腦中釋
放出的神經遞質恰巧不謀而合，從這個角
度，講巧克力做了幾個世紀的 「皇室春
藥」 ，倒也不是浪得虛名。再看看今時今
日，人類發展在飛速進化的同時，卻也好似
走入了一個逆循環，當巧克力不再 「一塊難
求」 ，通往快樂的路也易如反掌；但曾經棱
角分明的愛情，卻開始面目模糊，猶如瀕臨
滅絕的動物一般，變得越來越難尋覓了。

過年是 「諧音梗」 的盛
會。就像今年， 「萬事興龍
（隆）」 ，親朋好友拜年
用，媒體新春賀詞也用。其
他年份的 「兔（突）飛猛
進」 「羊（揚）眉吐氣」
「豬（諸）事順遂」 等等，

也都如此。諧音梗，簡直已
經成了過年的標配。

吃，是過年的第一要
務。任何吃食，都逃不掉諧
音梗的宿命。比如魚、雞、
豆腐、年糕、蘋果，那都是
連年有餘、大吉大利、年年
都福、步步登高、平平安
安。商家更是將諧音梗用到
了極致。走過水果市場，一
箱箱的 「心想事橙」 「葡天
同慶」 「大柚作為」 。奶茶

店裏的 「龍鳳呈祥」 又是什麼？不過
是切了兩塊鳳梨、剝了兩顆龍眼扔進
奶茶裏，味道未見有什麼特別，而貴
出的五塊錢，買的是個彩頭。

條案上擺出瓷瓶、燭台，牆上張
貼懸掛清供、族譜、年畫，同樣無不
透着諧音梗的存在。喜鵲棲於梅花枝
頭，是喜上眉（梅）梢」 ；蝙蝠飛繞
葫蘆，便是 「福（蝠）祿（蘆）雙
全」 。海棠水下一缸金魚，自然是人
人喜愛的 「金玉滿堂」 。翩翩的蝴
蝶，若是與小花貓遊戲，便是 「耄耋
高壽」 ；而若與流連於香瓜藤葉之
間，又是子孫滿堂的 「瓜瓞（蝶）綿
綿」 了。這都已經可算是祖祖輩輩世
代流傳的諧音梗了。

諧音，算是一種物美價廉的幽默
表達方式。可雅可俗，可莊可諧。經
由商業和科技手段的催化，再加上網
絡語言和表達方式的賦能，而今愈加
發揚光大了。有時未免也容易氾濫。
甚至有的脫口秀節目，喊出了 「諧音
梗扣錢」 的規矩。不過，過年講究的
不就是個放鬆嘛。腦子暈暈乎乎地運
轉了一年，來點短反射弧的諧音梗，
俗俗地一樂，皆大歡喜。譬如，過年
就應該理直氣壯地吃胖，否則會發
瘋。點解？因為 「人瘦年瘋（人壽年
豐）」 。

春節相親的技巧
日常生活中，幾乎每個人都會有

意地揚長避短。汪曾祺先生曾寫過一
個姑娘，有人問她多大了？ 「十
七。」 住在哪裏？ 「翠湖西」 。愛吃
什麼？ 「辣子雞。」 過了兩天，姑娘
摔了一跤，磕掉了門牙，再有人問姑
娘多大了？ 「十五。」 住在哪裏？
「翠湖。 」 愛吃什麼？ 「麻婆豆

腐。」
門牙齊整時，牙縫空隙小，容易

發出 「十七」 「翠湖西」 與 「辣子
雞」 的音，磕掉了門牙，牙齒漏了
風，就只能 「十五」 「翠湖」 和 「麻
婆豆腐」 了。人皆有愛美之心，這位

家住翠湖的姑娘看來是十分善於根據
自身條件變化遮醜避短。

而關乎遮醜避短，還有一則民間
笑話。一家有三婿，俱帶殘疾，長是
瘌痢，次淌鼻膿，又次患瘋癲。有一
天老泰山請客，三位女婿在座，恐怕
他們各露本相，觀瞻不雅，便囑咐都
要收斂，三位女婿答應。

至中席，各人忍耐不住。長婿
曰： 「適從山上來，撞見一鹿，生得
甚怪。」 眾問何狀。長婿瘌痢頭瘡癢
得厲害，便用拳頭滿頭擊打說： 「這
邊一個角，那邊一個角，滿頭長了無
數角。」 二女婿鼻涕長流，聽了長婿

的話，接着應聲道： 「如果我見了，
拽起弓來， 『棚』 的一箭。」 邊說邊
急忙將右手作挽弓狀，在鼻間一抹，
鼻涕全部被揩去。三女婿渾身發癢，
難以自控，忙將身體伸拉說： 「你倒
大膽，還要射牠，我若看見幾乎嚇
死。」

上面的故事裏，老泰山的三個翁
婿雖然在外貌身體條件上都不 「過
關」 ，但在客人面前展現出來的機
智，卻可以說都已 「達標」 。

話說現在，正逢春節，不僅是與
家人團聚的機會，也是傳統上安排相
親的好時機。男女雙方見面，勢必都

會看對方有哪些值得信賴之處，當然
更會試探對方有什麼缺陷和不足。當
被相親對象或者對方家長問到愛吃什
麼，那麼春節相親的朋友，為了早
日脫單，你一定要清楚自己是適合
回答 「辣子雞 」 ，還是 「麻婆豆
腐」 ？

年年今日情人節
今天是龍年大年初五，也是西方

情人節， 「打工仔」 雖然要上班，但
是辦公室可能會收到不少玫瑰花，倍
添節日氣氛。有情人者對這日子格外
高興，單身者也許更感孤寂。世事從
來都有正反兩面，最終仍是希望世上
有情人都能成眷屬。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
相許？」 不少文學和戲劇都將愛情浪
漫化，讀者和觀眾可以將自我投射到
作品的主人翁身上，從而感受驚天動
地的愛情經歷。由是，梁山伯與祝英
台的故事歷久彌新；羅密歐與茱麗葉

的遺憾纏繞人心。在這獨特而感性的
日子，一首歌或一個故事，都容易令
人倍加感觸。

不少香港觀眾都熟悉日本電影
《情書》，西方舞台亦有一齣話劇
《情信》，原著劇本來自上世紀八十
年代美國，青梅竹馬的男女主角自小
將對方視為人生知己，雙方開始寫信
互訴心曲。然而，人生多變，歲月多
磨，二人成年後各有不同生活和婚
姻，但仍然保持通信，恆久不斷。中
年之後，女方婚姻失敗和患上頑疾，
最終因病逝世。男方唯有憑着多年來

的情信，追憶故人。《情信》全劇只
有兩位演員，雙方各以自白的方式唸
讀書信（台詞），不會直接交流。該
劇的粵語翻譯版曾在香港舞台多次演
出，深受觀眾歡迎。

另 有 一 齣 著 名 西 方 舞 台 劇
「Same time, next year」 ，分別以
不同譯名例如《明年此時》、《配錯
姻緣搭錯線》演出。香港觀眾較熟悉
的同劇版本應是《年年有今日》，分
別有粵語電影版和舞台劇版。劇中的
一對男女本來各有婚姻，但二人的感
情欲斷難斷，於是相約每年同日在酒

店幽會，以訴衷情。故事重點並不在
於二人如何出軌，而是二人經歷時間
洗禮，每年相見都有不同狀態。無論
世情多變，二人的感情始終如一，並
且寄望明年到來，繼續將感情維繫。

不論讀者今天是否有情人作伴，
仍望各位能夠享受一年一度的情人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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